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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导航作业中虚拟无线通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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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了基于差分 ＧＰＳ与手持机（ＰＤＡ）的拖拉机导航作业系统，集成蓝牙与无线 ＴＣＰ／ＩＰ完成 ＧＰＳ接收机与

ＰＤＡ之间的数据传输，在 ＰＤＡ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Ｍｏｂｉｌｅ操作系统下基于 ＬａｂＶＩＥＷ及其 Ｍｏｂｉｌｅ模块实现编程。使用状态

机与队列结构搭建了系统软件架构及数据管理流程，ＰＤＡ程序实时解析 ＧＰＳ数据以显示位置、速度、航向角、定位

精度等信息，并在采样结束后进行数据回放与丢包检查。搭建了道路试验系统，完成了拖拉机电磁干扰下蓝牙总

线高负载试验和场地试验。结果表明：增加 ＧＰＳ语句发送速度至总线负载到 １Ｍｂ／ｓ，蓝牙通讯正常，数传无堵塞和

丢包现象；实车试验中数据传输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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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提高农田作业的精准性和作业效率，依赖拖拉

机规模机械化作业水平，需要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导

航系统。美国 Ｔｒｉｍｂｌｅ公司研制的农业车辆导航系
统集成度高，ＧＰＳ接收机、控制和显示器集成一体，

外部连接线少，并有独立的电动转向盘用于对拖拉

机的转向控制
［１～２］

。此类产品成本高，与国产拖拉

机结构不匹配，且用户不能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国

内对拖拉机导航系统的研究侧重于导航算法本身，

对构建测试系统，以及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研究少有提及
［３～４］

。一般情况下，基于便携式计算



机的导航系统方案可靠性不高，主要是因为通常拖

拉机无悬架系统，驾驶室内振动强度大，导致非固态

硬盘易损坏、有线线缆接口易松动，另外也存在便携

式计算机电池持续供电时间短、驾驶室空间狭小计

算机和采集设备难以布置等突出问题。

为了提高拖拉机导航系统的可靠性，本文提出

将无线通讯技术应用于拖拉机导航系统中，用手持

式掌上计算机（ＰＤＡ）代替便携式计算机，完成数据
采集与过程监控。ＧＰＳ接收机内部集成电池和电
台，并支持蓝牙与 ＴＣＰ／ＩＰ数据传输功能。采用虚
拟仪器 ＬａｂＶＩＥＷ及其 Ｍｏｂｉｌｅ模块完成 ＰＤＡ程序的
开发，包括无线蓝牙通讯和无线 ＴＣＰ／ＩＰ的实现，将
有效提高开发效率和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可维护

性。

１　测试系统结构

１１　基于 ＧＰＳ和 ＰＤＡ的硬件架构
系统硬件框图如图 １所示，主要包括差分 ＧＰＳ

　　

系统、ＰＤＡ和导航执行机构驱动等，主要性能参数
如表１所示。

图 １　系统结构框图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系统中采用载波相位差分 ＧＰＳ系统完成拖拉

机的速度、位置和航向角的精确测量，由 ＧＰＳ基准
站和车载移动站两部分组成。ＧＰＳ基准站由 ＧＰＳ
　　

表 １　主要传感器与设备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ｓｅｎｓｏｒｓ

传感器与设备 精度与性能
数据输出

物理接口

数据更新

速率

配置数据

协议

供电

形式

ＧＰＳ车载移动基站接收机（美

国 ＴｒｉｍｂｌｅＳＰＳ８５２型）

ＲＴＫ水平定位精度 ８ｍｍＲＭＳ，

速度精度 ０１ｋｍ／ｈＲＭＳ

ＣＡＮ×１

蓝牙 ×１
２０Ｈｚ（最高）

ＮＥＭＡ格 式 ＧＰＧＧＡ，

ＧＰＶＴＧ，ＧＰＧＳＴ
内置电池

ＧＰＳ车载定向接收机（美国

ＴｒｉｍｂｌｅＳＰＳ８５２型）
定向精度 ０１°（天线间距离２ｍ）

串口 ×３

ＴＣＰ／ＩＰ×１
１０Ｈｚ（最高）

ＮＥＭＡ格 式 ＧＰＨＤＴ，

ＧＰＺＤＡ
内置电池

ＧＰＳ基站接收机及数传电台

（中国华测 Ｘ６０，ＤＬ３００型）

为车载接收机提供 ＲＴＫＣＭＲ格式

差分改正信息，主要信息１帧／ｓ
串口 ×１

差分信息 １Ｈｚ、

基站信息０２Ｈｚ
ＴｒｉｍｂｌｅＣＭＲ 外置电池

ＰＤＡ手簿（美国 ＴｒｉｍｂｌｅＲｅｃｏｎ

控制器）

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Ｍｏｂｉｌｅ６，处理

器４００ＭＨｚＩｎｔｅｌＰＸＡ２５５ＸＳｃａｌｅ，

２５６ＭＢ闪存

蓝牙 ×１

ＴＣＰ／ＩＰ×１

串口 ×１

内置电池

接收机、ＧＰＳ天线、数传电台及发射天线、外置电源
等组成，放置在试验场地附近。ＧＰＳ移动站包括移
动基站和定向机，选用美国 Ｔｒｉｍｂｌｅ公司的 ＳＰＳ８５２
接收机及 ＧＡ８１０双频天线，但开通的功能不同。
移动基站主要实现定位、测速和水平速度矢量方向

等测量，定向机将移动基站发送过来基站信息联合

本机观测信息完成定向解算。定向角是从移动基站

ＧＰＳ天线到定向机 ＧＰＳ天线连接射线与正北方向
的夹角，从正北方向开始，顺时针为正。两台接收机

均开通了双频功能，内部集成了电池和数据接收电

台。移动站可独立完成定位、定向和速度测量，在基

准站提供载波相位差分信息时可同时实现高精度位

置测量
［５］
。此时需要对移动站和基准站 ＧＰＳ接收

机进行配置，如采用 ＣＭＲ差分协议，发射和接收电
台载波频率和调制方式一致等。

移动站 ＧＰＳ接收机选用标准 ＮＭＥＡ格式输出，

其中位置 （ＧＰＧＧＡ）、速度和水平 速 度 方 向 角
（ＧＰＶＴＧ）和定位精度（ＧＰＧＳＴ）等信息由主 ＧＰＳ接
收机通过蓝牙接口发送至 ＰＤＡ，数据更新频率为
２０Ｈｚ。定向角（ＧＰＨＤＴ）和 ＧＰＳ时间（ＧＰＺＤＡ）等信
息由辅 ＧＰＳ通过无线 ＴＣＰ／ＩＰ发送至 ＰＤＡ，数据更
新频率１０Ｈｚ。导航执行机构驱动器与 ＰＤＡ之间传
输数据采用蓝牙点对多点通讯方法。

１２　系统中采用的无线通讯方法
拖拉机无悬架系统，驾驶室内振动强度大，采用

无线数传方法可有效提高导航系统中数据传输的可

靠性，且数据传输速率高，也便于测试设备在驾驶室

内布置。系统中选用了蓝牙和无线 ＴＣＰ／ＩＰ方法。
蓝牙支持设备间短距离（一般１０ｍ）无线通讯，数据
传输速率可达 １Ｍｂ／ｓ，采用分散式网络结构，支持
点对点及点对多点通讯，无需握手协议

［６］
。ＴＣＰ／ＩＰ

通讯采用可靠的、面向连接的点对点传输控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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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方式为服务器与客户端首先通过握手协议确定

逻辑连接，然后传输数据，最后释放连接
［５，７］
。数据

传输可靠性高，稳定性好。

系统所选用的 ２台移动站 ＧＰＳ接收机均具备
蓝牙数传功能，配置时选择蓝牙输出端口即可。但

２台 ＧＰＳ接收机不具备无线 ＴＣＰ／ＩＰ功能，另选配了
便携式无线 ＴＣＰ／ＩＰ路由器与 ＧＰＳ接收机网口直接
相连。配置路由器无线 ＡＰ工作模式，配置 ＧＰＳ接
收机为服务器，数据输出选择 ＴＣＰ／ＩＰ端口。系统
选用ＴｒｉｍｂｌｅＲｅｃｏｎ手持控制器（简称ＰＤＡ），具备蓝
牙与 ＴＣＰ／ＩＰ无线通讯功能，运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
Ｍｏｂｉｌｅ６０１操作系统，集成２５６ＭＢ闪存。另外，在
ＰＤＡ中基于其 ＣＦ槽扩展了 ２ＧＢ容量、１５Ｍｂ／ｓ读
写速度的 ＣＦ数据存储卡，以满足大容量数据采集
需要

［８］
。对 ＰＤＡ中的无线通讯功能实现需要另行

编写程序实现。

２　ＰＤＡ软件设计

２１　软件功能与状态机编程架构
软件利用状态机完成设备初始化、实时采集与

显示以及数据存储。实时接收 ２台 ＧＰＳ接收机发
出的数据并实时处理、显示拖拉机行驶过程中的速

度、航向角、定位精度等信息，并在试验结束后完成

对试验数据的回放和有效性检查。软件流程如图 ２
所示，２个 ｗｈｉｌｅ循环并行执行，由下面的 ｗｈｉｌｅ循环
停止控件控制２个 ｗｈｉｌｅ循环停止。

图 ２　ＰＤＡ软件工作流程框图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Ｄ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整个软件分为两部分，初始化与实时接收数据

并写入队列部分，和实时读取队列数据、处理与保存

部分，两部分间通过队列交换数据。蓝牙和 ＴＣＰ／ＩＰ
端口完成初始化后自动建立 ＰＤＡ与 ＧＰＳ接收机间
无线连接，等待用户触发接收 ＧＰＳ数据，不断将数
据写入队列。队列读取部分监测队列数据并实时读

取，对标识符解析并实时显示、保存数据。程序中使

用错误处理与清除机制以避免程序出现不可预期的错

误导致程序中断。用户触发“停止接收”控件后可选择

对当前试验进行数据回放与丢包有效性检查。

２２　开发步骤
基于 ＬａｂＶＩＥＷ及其 Ｍｏｂｉｌｅ模块进行 ＰＤＡ程序

开发。软件设计采用工程方式，包括计算机和

Ｍｏｂｉｌｅ设备两部分，各部分中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包含
了调用的所有子函数及文件

［９］
。在计算机设备中

设计了蓝牙测试程序 ＰＣＳｅｒｖｅｒ．ｖｉ，在 Ｍｏｂｉｌｅ设备中
设计了 ＰＤＡ程序 ＢＴ＿ＴＣＰ．ｖｉ与 Ｐｌａｙｂａｃｋ＿Ｃｈｅｃｋ．
ｖｉ，其中 ＢＴ＿ＴＣＰ为 ＰＤＡ实时采集主程序，Ｐｌａｙｂａｃｋ＿
Ｃｈｅｃｋ为试验数据回放与有效性检测程序。ＰＤＡ程
序在 Ｂｕｉｌ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中生成可执行文件后通过
ＵＳＢ接口下载到 ＰＤＡ中运行。

具体开发步骤如下：

（１）在ＰＣ机中安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ｃ４５以
上版本同步软件，实现 ＰＤＡ与计算机之间的同步。

（２）在ＬａｂＶＩＥＷ中新建Ｍｏｂｉｌｅ工程，设置各文
件及工程存储路径。选择设备类型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Ｍｏｂｉｌｅ６Ｄｅｖｉｃｅ，其中 ＶＩ函数模版为默认的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ｃｒｅｅｎ。

（３）编写或直接导入 ＬａｂＶＩＥＷ Ｍｏｂｉｌｅ程序，编
译后在 Ｂｕｉｌ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中生成可执行文件。用
ＵＳＢ线将 ＰＤＡ与计算机相连，将可执行文件 Ｄｅｐｌｏｙ
到 ＰＤＡ中，Ｄｅｐｌｏｙ结束后程序直接在 ＰＤＡ中运行。

（４）程序运行结束后在计算机上通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ｃ同步软件访问 ＰＤＡ硬盘，并导出数据文
件，其数据文件格式可以是任意格式。

２３　初始化与设备连接
初始化状态下通过向 ＰＤＡ提供移动基站接收

机蓝牙地址以及定向机 ＩＰ地址与端口，建立 ＰＤＡ
与２台 ＧＰＳ接收机之间的无线连接，地址与端口号
可于前面板输入。ＰＤＡ中的操作系统动态给蓝牙
与 ＴＣＰ／ＩＰ通讯分配数据缓冲区，无需编程配置。

初始化程序框图如图 ３所示。图中 ＢＴ＿ａｄｄｒｅｓｓ
为移动基站的蓝牙地址，每个设备的地址是确定的

且是唯一的。ＢＴ＿ｃｈａｎｎｅｌ为蓝牙通道号，ＴＣ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为定向机的 ＩＰ地址，ＴＣＰ＿ｐｏｒｔ为定向机作
为服务器的端口号。

２４　基于队列的多路数据写入与读取
采用队列的方式实现同时采集 ２台 ＧＰＳ接收

机的数据并且存入一个文件中。队列结构是一种先

进先出（ＦＩＦＯ）结构，通过队列结构可以保证有序的
数据传递，避免竞争或冲突。

ＧＰＳ语句是以标识符开头和以回车换行符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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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蓝牙与 ＴＣＰ／ＩＰ初始化程序框图

Ｆｉｇ．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ａｎｄＴＣＰ／ＩＰ
　
的字符串语句，且各条语句长度不等。在蓝牙与

ＴＣＰ／ＩＰ通讯中读取 ＧＰＳ数据时，设置蓝牙与 ＴＣＰ／
ＩＰ读取模式为 ＣＲＬＦ，实现按行接收 ＧＰＳ数据。实
际中蓝牙所接收的ＧＰＳ语句最长为９０Ｂ，ＴＣＰ／ＩＰ所
接收的 ＧＰＳ语句最长为 ４０Ｂ，编程时分别将蓝牙读
取函数与 ＴＣＰ／ＩＰ读取函数中读取字节数设置为
１００与５０。将读取的２台ＧＰＳ接收机数据进行字符
串连接后写入队列。蓝牙读取与 ＴＣＰ／ＩＰ读取等待
时间设为 ０，通过在循环体中增加定时器延时来控
制读取的速率，这样可避免因两种设备数据更新频

率不同造成的读取等待现象。读取 ＧＰＳ数据并写
入队列的程序如图４ａ所示，其中 ｅｒｒｏｒ子 ＶＩ如图４ｂ
所示。图４ｂ中，当接收 ＧＰＳ数据出错时，将出错处
代码和出错源保留，与取反后的出错状态（Ｆ）绑定成
簇，作为下一次循环读取函数的错误簇输入。这种方

案可避免试验过程中程序出错造成程序停止运行。

ＰＤＡ中硬件资源有限，为了从队列中可靠完整
地读取数据，要求循环体速率一定，且每次循环将队

列元素读完。因此设计了搜索由回车换行符与标识

符连接组成匹配字符串的 ｗｈｉｌｅ循环，不断搜索当
前队列中包含匹配字符串的语句，直到搜索完成结

束循环。这种方式可在不改变程序结构的前提下，

便于增加 ＮＥＭＡ输出语句。程序如图５所示。
２５　数据显示与文件保存

将从队列中读取的数据根据标识符提取与解

析，得到定位、速度、航向角、定位精度等信息，并进

行实时波形显示。数据经过处理后以文本格式存储

于文件中，以时间和日期作为每次存储文件的文件

名。数据处理程序如图 ６ａ所示，图中 ｃａｓｅ结构还
包括 ＧＰＧＧＡ、ＧＰＨＤＴ、ＧＰＺＤＡ、ＧＰＧＳＴ等。

图６ａ中的 ＶＴＧ子 ＶＩ如图 ６ｂ所示。由于 ＧＰＳ
每条语句中各数据间以“，”作为分隔符，因此采用

查找分隔符的方法来确定所需对应数据字符串在语

句中的位置。其他语句方法类同。

２６　数据回放与有效性检测
为了便于试验结束时对当前次试验数据有效性

进行判定，软件设计了数据回放功能。试验结束时

图 ４　实时采集与数据写入队列程序框图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ｅｕｅｗｒｉ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采样数据写入队列　（ｂ）错误清除子 ＶＩ

　

图 ５　从队列读取数据程序框图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ｒｅａ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ｑｕｅｕｅ
　

图 ６　数据处理程序框图及 ＶＴＧ子 ＶＩ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ＶＴＧｓｕｂＶＩ
（ａ）数据处理　（ｂ）ＶＴＧ语句解析

　
对当前试验过程中的速度、位置、航向角、定位精度

等信息以波形图表进行显示。可通过定位精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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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相位差分数据是否有效。

数据通讯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丢包，对采样相邻

数据中的 ＵＴＣ时间取差值后可判断数据丢包情况。
航向角 ＨＤＴ语句中不包含 ＵＴＣ时间，因此在定向
机中配置了包含时间信息的 ＺＤＡ语句输出。移动
基站输出的 ＧＧＡ语句中包含 ＵＴＣ时间。

３　试验与验证

３１　蓝牙通讯可靠性测试
实际试验过程中拖拉机发动机工作会造成一定

的电磁干扰，特在拖拉机驾驶室内进行无线传输可

靠性测试。ＴＣＰ／ＩＰ无线通讯带宽高达１００Ｍｂ／ｓ，远
超出 ＧＰＳ接收机数据传输速率要求。本文只对蓝
牙无线通讯可靠性进行测试。

通讯测试在带有蓝牙功能的计算机与 ＰＤＡ间
进行，设计蓝牙总线负载在９０％以上。ＧＧＡ语句字
符长度最大为９０Ｂ，计算机以每 １０ｍｓ发送 １１０条
ＧＧＡ语句的速度向蓝牙端口发送数据，ＰＤＡ通过蓝
牙端口实时接收数据，测试结束后对 ＰＤＡ所接收的
ＧＧＡ语句进行有无丢包检测。测试结果表明：ＰＤＡ
所接收到 ＧＧＡ语句没有丢包，且程序长时间运行稳
定，没有发生运行缓慢或卡死等现象。

３２　实车试验

根据图１搭建了实车测试系统（图 ７），在安徽
农业大学机电园区完成试验。基站放置于机电园办

公楼楼顶。移动站 ＧＰＳ天线布置在拖拉机驾驶室
车顶，２台天线基线尽量与车体纵轴线一致，移动站
ＧＰＳ接收机固定在拖拉机驾驶室内。

图 ７　基站与移动站设备安装图

Ｆｉｇ．７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Ｓｂａｓ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基站电台天线　２．基站电台　３．基站 Ｘ６０ＧＰＳ接收机　４．Ｘ６０

ＧＰＳ天线　５．无线路由器　６．ＰＤＡ手簿　７．移动站 ＧＰＳ接收机

８．移动站 ＧＰＳ天线
　

试验开始前打开 ＰＤＡ蓝牙、ＧＰＳ接收机与无线
路由器，待有卫星信号时运行 ＰＤＡ无线通讯程序，
分别建立蓝牙与移动基站、ＴＣＰ／ＩＰ与定向机间的无
线连接，待连接完成后开始试验。

选择了部分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为试验场地，分

别进行转圈与直线行驶试验，在行驶过程中不断改

变车速及转弯半径。共进行了１５组试验，每组试验
约３～５ｍｉｎ。数据分析未发现系统工作不稳定及数
据丢失现象。其中一组行驶试验曲线如图８所示。

图 ８　试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Ｔｒａｃｔｏｒｔｅｓｔｃｕｒｖｅｓ
（ａ）轨迹　（ｂ）车速　（ｃ）定位误差　（ｄ）车身航向角

（ｅ）移动基站数据丢包检测　（ｆ）定向机数据丢包检测
　

图８ａ是由移动基站输出的 ＧＧＡ语句提取经纬
度信息后经高斯投影得到的拖拉机行驶轨迹。

图８ｂ是由移动基站输出的 ＶＴＧ语句提取的拖拉机
水平速度曲线，经小波滤波后如图中黑色曲线所示，

采用了文献［１０］的小波滤波方法。图 ８ｃ是从移动
基站输出的 ＧＳＴ语句中提取的定位精度信息，可看
出试验过程中东向定位精度在１５ｃｍ以内，北向定
位精度在１０ｃｍ以内，表明 ＧＰＳ工作在载波相位差
分定位模式。图８ｄ给出了拖拉机行驶过程中航向
角的变化情况，由定向机直接输出。从图８ｅ看出移
动基站数据没有丢包现象，数据更新频率为 ２０Ｈｚ，
相邻数据包时间差００５ｓ。图８ｆ中相邻数据包时间
差在０１ｓ左右，有近００２ｓ的偏差，其主要原因是
定向数据包 ＨＤＴ中不包含时间信息，定向数据信息
中的时间信息是从定向机输出的 ＺＤＡ语句中提取
的。ＧＰＳ接收机输出 ＺＤＡ和 ＨＤＴ语句时存在时间
上的偏差，但整体上可认为 ＨＤＴ没有丢包现象，数
据更新频率为１０Ｈｚ。

４　结论

（１）从拖拉机导航作业可靠性出发，集成蓝牙
通讯和无线 ＴＣＰ／ＩＰ通讯搭建了实车测试系统，实
车试验验证了无线通讯工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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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ＰＤＡ程序中设计基于状态机的软件架构
和基于队列的数据交换和管理方法，占用系统资源

少、便于增添 ＧＰＳ输出语句类型、实时性好。此方
法可以集成应用于其他类似测控领域。

参 考 文 献

１　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ｔｄ．ＥＺＳｔｅ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ｈｅＥＺＧｕｉｄｅｐｌｕｓｌｉｇｈｔｂ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ｕｉｄｅ，Ｖｅｒ．３．００［Ｍ］．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ａｖｉｇｅｔｉｏｎ
Ｌｔｄ．，２００６．

２　ＩｓｍａｉｌＷ ＩＷ，ＨｕｄｚａｒｉＲＭ，ＳａｕｆｉＭＫ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ｔｒａｃｔｏｒ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１０（２）：３５０～３５６．

３　罗锡文，张智刚，赵祚喜，等．东方红 Ｘ ８０４拖拉机的 ＤＧＰＳ自动导航控制系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１）：
１３９～１４５．
ＬｕｏＸｉ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ｏＺｕｏｘ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ＧＰ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ＤｏｎｇｆａｎｇｈｏｎｇＸ ８０４ｔｒａｃｔｏｒ［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９，２５（１１）：１３９～１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车艳双，李民赞，郑立华，等．基于 ＧＰＳ和 ＰＤＡ的移动智能农田信息采集系统开发［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２）：
１０９～１１４．
Ｃｈｅ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ｚａｎ，ＺｈｅｎｇＬ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ｏｖａｂｌｅｆａｒｍ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ＰＤＡａｎｄＧＰ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０，２６（２）：１０９～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ｔ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ｅｄｇｕｉｄｅＴｒｉｍｂｌｅＳＰＳ８５２ｍｏｄｕｌａｒＧ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Ｖｅｒ４．４１Ａ［Ｍ］．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ｔｄ．，２０１１．
６　李秀娟，陈明恩．应用蓝牙技术的多通道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４１（５）：１６５～１６８．
ＬｉＸｉｕｊｕａｎ，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ｅｎ．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４１（５）：１６５～１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鲁力，张波．嵌入式 ＴＣＰ／ＩＰ协议的高速电网络数据采集系统［Ｊ］．仪器仪表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２）：４０５～４０９．
Ｌ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Ｂｏ．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ＴＣＰ／ＩＰ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３０（２）：４０５～４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Ｔｒｉｍｂｌ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ｔ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ｅｄｇｕｉｄｅ：ＴｒｉｍｂｌｅＲｅｃｏｎ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ｅｄｇｕｉｄｅ（ＷＭ６）［Ｍ］．２００８．
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ｂＶＩＥＷ ＰＤＡｍｏｄｕｌｅ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Ｍｏｂｉｌｅ，Ｖｅｒ．８．５［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１０　张小龙，李亮，陈彬，等．拖拉机轮胎中心位置通用传感器安装支架设计与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９）：
１９０～１９６．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Ｌｉ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Ｂｉ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ｂｒａｃｋｅｔ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ｔｉ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９）：１９０～１９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２０７页）
２２　石吉勇，邹小波，赵杰文，等．基于近红外光谱的设施栽培水果黄瓜磷元素亏缺初期快速诊断［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２０１１，３１（１２）：３２６４～３２６８．
ＳｈｉＪｉｙｏｎｇ，ＺｏｕＸｉａｏｂｏ，ＺｈａｏＪｉｅｗｅｎ，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ｍｉｎｉ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ｕｎｄ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ｙ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ａ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１，３１（１２）：３２６４～３２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王磊，白由路，杨俐苹．春玉米磷素营养的光谱响应及诊断［Ｊ］．植物营养及肥料学报，２００７，１３（５）：８０２～８０８．
ＷａｎｇＬｅｉ，ＢａｉＹｏｕｌｕ，Ｙ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ｒｎ［Ｊ］．Ｐｌａｎ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３（５）：８０２～８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ＷｏｌｄＳ，ＳｊｏｓｔｒｏｍＭ，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ｎＬ．ＰＬ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ｂａｓｉｃｔ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１，５８（２）：１０９～１３０．

２５　ＶａｐｎｉｋＶ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８：１～５０．
２６　ｄｅＪｏｎｇＳ．Ｓｉｍｐｌｓ：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３，１８（３）：２５１～２６３．
２７　李民赞．光谱分析技术及其应用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８　ＤｈａｎｏａＭＳ，ＬｉｓｔｅｒＳＪ，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ＳＣ）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ＮＶ）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１９９４，２（１）：４３～４７．
２９　ＣａｎｄｏｌｆｉＡ，ｄｅＭａｅｓｓｃｈａｌｃｋＲ，ＪｏｕａｎＲｉｍｂａｕｄ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９，２１（１）：１１５～１３２．
３０　ＷｏｌｄＳ，ＡｎｔｔｉＨ，Ｌｉｎｄｇｒｅｎ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Ｊ］．Ｃｈｅｍ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８，４４（１）：１７５～１８５．
３１　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Ａ，ＧｏｌａｙＭＪＥ．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ｂｙ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６４，３６（８）：１６２７～１６３９．

５９１第 ４期　　　　　　　　　　　　　张小龙 等：拖拉机导航作业中虚拟无线通讯系统


